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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迭 香 酸 药 理 作 用 的 研 究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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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迷迭香酸是一种含多酚羟基的酸，广泛存在于多种植物中．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已广泛用于食品、化妆品、医药等方面。本文简述迷迭香 

酸近年来在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旨在为其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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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smarinic acid with several phenolic hydroxyl groups exists wide in many plants．Rosmarinic acid 

has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actions．It is applied in medicine，food industry and cosmetics．This is a brief study of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omsmarinic acid．In order to offer more informations for utiliza— 

tion of Rosmarinic acid effectively，a brief review is given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Rosmari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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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酸(Rosmarinic acid)的化学名为 R(+)2一[[3．(3， 

4一二羟基苯基)一1一氧代一2一丙烯基]氧基]3，4一二羟基苯丙酸]， 

化学结构式为 ： 
OH 

o 

o 

UH 

1958年由Ellis首次从唇形科植物迷迭香(Rosmarinus 0f— 

finalis L．)中分离得到，在植物中的分布较为广泛，主要存在 

于唇形 科、紫草 科、葫 芦科、椴树科、伞形科 等多种 植物 

中(1-2)，由于迷迭香酸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有抗炎、抗菌抗 

病毒、抗肿瘤、免疫调节、抑制尿酸生成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 

备受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有关迷迭香酸的药理作用研究逐渐 

展开。本文将对迷迭香酸的药理作用研究作一综述。 

1 迷迭香酸对黄嘌呤氧化酶抑制作用 

高尿酸血症系嘌呤代谢紊乱或尿酸排泄减少所引起的一 

组疾病，是痛风、肾结石等病症的重要生化基础。而黄嘌呤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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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酶是人体内产生尿酸过程中的关键酶，尚雁君等首次体外 

实验发现迷迭香酸对黄嘌呤氧化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从而 

显著 抑制尿 酸 生成，并 申请 了 国家 发 明专 利 (申请 号： 

200410084620)【3J。Masuoka N等报道迷迭香酸对黄嘌呤／黄 

嘌呤氧化酶有竞争性抑制，从而降低尿酸[4]。可见，迷迭香酸 

可能成为防治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药物。 

2 迷迭香酸抗肾炎及肾功能不全 

2．1 迷迭香酸除从植物提取外，也可采取生物合成，文献报 

道从植物细胞建立一种 Eritrichlan Sericeum 的 E4愈伤组织 

株系，产生大量咖啡酸代谢物，其中迷迭香酸占 4．6％干重和 

rabdosin 1．8％干重．给 Masugi肾炎大鼠口服，有利尿降低肌 

酐排泄和 蛋 白尿 水平 ．治疗 组 近 1／4大 鼠 表现 健康 状 况 良 

好 【 。 

2．2 李林等利用 Thy1．1肾炎模型，显示迷迭香酸能明显抑 

制系膜细胞、系膜基质增生，且随剂量增大，抑制程度越明显。 

证实在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存在超氧化和抗氧化酶的失 

调，而且发现迷迭香酸确能提高模型大鼠体内抗氧化能力，调 

整机体氧化与抗氧化系统的紊乱，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 

2．3 迷迭香酸对大鼠慢性肾功能不全模型(5／6肾切除)，改 

善肌酐清除率及肾脏病理变化，抑制系膜细胞转化生长因子 

~3(TGFq]1)的表达。减少细膜基质成分纤维连接 蛋白(Fn)和 

胶原Ⅳ(Col一Ⅳ)的沉积，延缓 肾小 球硬化，改善 肾功 能不 

全 ( 。 

3 迷迭香酸与细胞凋亡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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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迷迭香酸体外实验能够抑制阿霉素引起的心肌细胞 

(H9C2)凋亡，其作用机理是抑制活性氧分子和激活特定激 

酶 [B】。 

3．2 Gao LP等证明了迷迭香酸对星状胶质细胞有抗细胞凋 

亡和抗氧化作用，实验用过氧化氢(H2O2)诱导脑星形胶质细 

胞的7周亡，用迷迭香酸预处理过的细胞存活率显著提高，其作 

用机理与减少活性氧(ROS)生成及抑制 Caspase．3的活化有 

关。因此迷迭香酸可防止细胞损伤【9】。迷迭香酸还凭借其强 

抗氧化性，通过渗透作用 DNA片段，能够抑制山梨糖醇引起 

的细胞凋亡Ll0)。 

3．3 Lee HJ等研究表明迷迭香酸能保护人类多巴胺神经细 

胞对抗过氧化氢(H2O2)诱导的细胞洲C：，显著地削弱 J，活性 

氧产生，抑制了Bax的上调和 Bd一2水平的下降。此外，迷迭 

香酸能够刺激抗氧化酶——血红索氧合酶．1的产生。因此， 

迷迭香酸有可能用于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 

3．4 迷迭香酸对 H2O2诱导的血管平滑肌(VSMCS)凋亡具 

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实验还显示其抗删亡作用 

强于维生索 E。迷迭香酸拈抗 H2()2诱导的 VSMCS冽亡，可 

能与增加细胞 中 Bcl一2／Bax的蛋 白比值，减少细胞 中 Fas、 

FasL的蛋白表达有关【挖]。 

3．5 Kolettas E等实验发现迷迭香酸能够诱导白血病细胞株 

凋亡。迷迭香酸通过改变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影响该蛋白 

的表达产物——激酶抑制剂，从而通过线粒体途径引起白血 

病细胞株凋亡【 j。 

3．6 Hur YG等发现迷迭香酸在风湿性关节炎病人体内，通 

过线粒体途径诱导线粒体产生细胞色素 C，引起激活的 T细 

胞凋亡 【1制。 

4 抗菌抗病毒作用 

4．1 抗菌作用 实验表明，迷迭香酸对枯草杆菌，藤黄细球 

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立枯丝合菌，均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迷迭香酸的抗菌作用机理是由于改变细菌细胞膜的 

通透性，导致还原糖和蛋白质的渗漏而影响细胞代谢；通过抑 

制 DNA聚合酶的活性而影响 DNA复制。从而发挥了抑菌作 

用【l 。郭道森等的研究发现，迷迭香酸对一些植物病原真菌 

也有抑制活性【l 。 

4．2 抗病毒作用 Swamp V等证明小鼠感染日本脑炎病毒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用迷迭香酸治疗与未接受 

治疗对比，治疗组死亡率、病毒数量(P<0．O1)。和促炎症因 

子水平(P<0．01)均有显著 下降【l 。迷迭香酸在酸性条件 

下与亚硝酸根离子反应得两种化合物(6，一硝基和 6，6，一二硝 

基迷迭香酸)，分别在亚微摩尔水平上可作为 HIv 1整合酶 

的抑制剂，还抑制病毒复制在 MTo4细胞；迷迭香酸的硝化产 

物可大大增加对其整合酶的抑制性和抗病毒活性，而不增加 

细胞毒性【l8】。 

5 抗炎和免疫调节的作用 

5．1 2004年 Takano H等报道采用随机双盲口服迷迭香酸及 

安慰剂对照治疗轻度季节性结膜炎(SAR)，结果表明迷迭香 

酸是高效和安全的(19]。 

5．2 Lee J等报道迷迭香酸治疗 21例轻度特异性皮肤炎。 

· 18 · 

临床试验，局部应用 0．3％迷迭香酸乳膏，每天 2次，连用 4～ 

8周，以治疗前后皮炎严重程度指数进行比较评价，治疗后 4 
～ 8周患者肘窝红斑显著减轻(P<0．05)。治疗后 8周皮肤水 

分丢失明显减少(P<0．05)，问卷调查，皮肤干燥、瘙痒等其 

他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2 0l。 

5．3 迷迭香酸对人类成龈纤维细胞的影响 一般的牙龈牙 

周病是某种特定的脂多糖引起。迷迭香酸能够抑制该脂多糖 

对人类牙龈成纤维细胞的影响，从而减少活性氧的产生，影响 

白细胞介素 1B(IL—lbeta)，自细胞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 

子a(TNF．alpha)等炎症因子的释放，因此可以用来治疗牙周 

疾病 【 ̈ 。 

5．4 2008年 Jung(1，j Y等报道迷迭香酸可提高小鼠胰岛异体 

移植物的耐受，抑制排斥反应。迷迭香酸可适用于治疗、预 

防、诊断自身免疫疾病，移植排斥，移植物抗宿主病【2 。 

6 迷迭香酸抑制血管生成 

Huang SS等发现了迷迭香酸抑制血管生成及其在体外 

的作用机制。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中，迷迭香酸 

可抑制血管生成过程的诸多重要步骤，如增殖，迁移，粘附等。 

这种作用强弱取决于环境中的迷迭香酸浓度。迷迭香酸亦能 

降低细胞 内的活性氧分 子水平，减弱血 管 内皮 生长因子 

(VEGF)的表达，抑制内皮细胞 IL一8因子的释放。除了以上 

三点之外。迷迭香酸的抗血管生成作用也可能与其抗氧化性 

能有关[23) 

病理性血管的生成可导致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斑变性等各年龄段的失明病症。其中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视力是儿童增殖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 

一

种。 

Kim JH等证叫。在小鼠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模型中。迷 

迭香酸通过增加细胞周期过程中 p21蛋白(wAF1)的表达来 

抑制视网膜新生血管的生成。迷迭香酸显著抑制了视网膜血 

管内皮细胞增殖，并在体外抑制血管形成。而迷迭香酸对视 

网膜内皮细胞 的这种抗增殖活性与细胞周期的 G2／M期有 

关。在对视网膜内皮细胞进行迷迭香酸处理的过程中，细胞 

的G2／M期延长，而 GO／GI和 S期缩短。这都依赖于 p21蛋 

白(WAF1)的表达。此外在小 鼠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模型 

中，迷迭香酸有效地抑制视网膜新生血管生成并未体现出任 

何毒性。数据显示。迷迭香酸是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的强抑 

制剂．可能应用到其他血管增生的视网膜病症的治疗幢引。 

7 迷迭香酸的光保护作用 

太阳紫外线及其他离子化辐射线．导致活性氧产生，引起 

细胞 DNA损伤及改变皮肤 内环境稳定。通过体内实验显示 

迷迭香酸能抑制紫外线照射引起皮肤的改变，因此，迷迭香酸 

可作为一种光保护剂【2 5_。 

迷迭香酸和夏枯草对人的角化细胞有光保护性能，因此 

迷迭香酸可用于护肤化妆品中，能够对抗 UVA引起的氧化 

应激作用，在皮肤病学中可作为光保护剂【 (273。 

8 迷迭香酸对神经元细胞的保护作用 

One等证实了迷迭香酸在体外有较强的抗 B一淀粉样原 

纤维产生的作用；同时对中枢神经系统也有抑制 8一淀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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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形成和聚集、B一淀粉样原纤维的形成以及使其不稳定的作 

用[ 引。 

B一淀粉样蛋白(Abeta)被认为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生成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Alkam T等用过氧亚硝基阴离子(ONOO 

(一))介导的损害，被认为是 Abeta在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认 

知功能障碍。通过小鼠脑室注射 Abeta(25—35)诱发急性记忆 

障碍模型，用 Y迷宫测试认知功能，证明迷迭香酸能保护记 

忆，在 Abeta神经毒性部位，而 日常消费迷迭香酸，科研防止 

记忆障碍(29]。 

Lee HJ等研究表明迷迭香酸在小鼠的树突细胞中抑制 

吲哚胺 2，3双加氧酶的表达【 。。。 

颜涛等报道迷迭香酸有抗谷氨酸诱导一种神经细胞株 

PC12细胞损伤，其机制可能与调节细胞凋亡的相关基因 bc1． 

2和 bax有关 [ 。 

Li w，Pi R，等报道迷迭香酸具有对脑星形胶质细胞，通 

过增加线粒体膜势能和抑制 caspase．3活性起抗凋亡作用[3引。 

9 迷迭香酸的神经性行为和毒性 

采用实验动物抗焦虑／致焦虑药物的实验手段。高架十字 

迷宫和跳台试验，大鼠腹腔注射不同剂量迷迭香酸。发现 2mg 

·kgI1和 4rag·kg 剂量能够在不影响大鼠短期记忆和长期记 

忆的前提下起到抗焦虑的作用。但若迷迭香酸的浓度增加到 

8mg·kg～，就足以引起动物焦虑。这表明低剂量的迷迭香酸 

会产生抗焦虑类作用，并不引起脑组织 DNA的损伤 [33]。 

迷迭香酸产生活性氧。Murakami K等证明过度金属在 

迷迭香酸作用下，使氧分子失去一个电子形成超氧 自由基，超 

氧 自由基再转化为过氧化氢。并生成羟基，从而形成 DNA加 

合物。即迷迭香酸可通过对金属粒子的作用产生氧化强化 

剂，迷迭香酸的细胞毒性可能与此有关[34J。 

1O 迷迭香酸抗抑郁作用 

迷迭香酸对抑郁动物模型有抗抑郁作用。Ito N等就小 

鼠脑海马回的细胞增殖进行实验。用溴脱氧尿苷抗体进行免 

疫组化分析，探讨其作用机理，发现迷迭香酸处理组，标记的 

增值细胞增加。结合抑郁动物模型的强迫游泳试验，表明迷迭 

香酸至少部分通过海马回新生细胞增殖及产生一种抗抑郁样 

作用[353。 

ll 迷迭香酸抗突变及抗肿瘤作用 

11．1 迷迭香酸的抗突变作用 采用瑞士小鼠外周微核试 

验，单用阿霉素和加上迷迭香酸处理，迷迭香酸微核率显著下 

降，虽然其保护机理尚未完全了解，但推定与迷迭香酸的抗氧 

化活性有关(3 。 

11．2 迷迭香酸抗肿瘤 Lee J等发现迷迭香酸增加黑色素 

含量和酪氨酸酶表达，通过激活蛋白酶 A(PKA)信号诱导黑 

色素生成，黑色 素扮演重要 的保护皮肤、预 防光致癌 的作 

用 [37]。 

生物活性食物成分，可能通过减少 炎症基 因环氧酶一2 

(COX．2)表达而抗癌作用，迷迭香酸是天然抗氧化剂，体外对 

结肠癌 HT一29、乳腺癌 HCF-7及肺 炎性乳 腺上 皮细胞 株 

(MCF1OA)试验，迷迭香酸拮抗TRA诱导 COX-2的启动子活 

性及蛋白水平和转录激活蛋白一1(AP一1)。表明迷迭香酸可能 

是有效 预防剂，拮抗 通过 AP一1激 活 COX．2活性 在癌 症和 非 

恶性乳腺上皮细胞诱导剂[ 引。肿瘤坏死因子 (TNF—a)诱 导 

炎症反应．迷迭香酸提高通过敏感细胞的凋亡，抑制 TNF—a 

诱导人白血病 U937细胞 因子(NF．kB)的激活和活性 氧产 

生{393。Lee J等发现TNF—a肿瘤坏死因子能够激活核转录因 

子 NF-kB；而迷迭香酸则通过影响相应基因上的启动子，抑制 

NF-kB的表达{4o】。 

12 迷迭香酸保肝作用 

赵云涛等采用羟基自由基(·OH)鼠肝线粒体损伤体外实 

验。迷迭香酸可以剂量依赖地抑制线粒体肿胀，提高膜流动 

性，降低丙二醛(MDA)含量。增强琥珀酸脱氢酶(SDH)活性。 

对线粒体损伤有保护作用【 “。 

肝星状细胞体外培养。迷迭香酸有抑制细胞增殖、转化生 

长因子(TGF．B1)、结 缔组 织 生长 因子 (CTGF)和 a．肌动 蛋 白 

(a—SMA)的表达。对大鼠四氯化碳(Cc14)诱发肝纤维化模型 

迷迭香酸能降生化指标、肝纤维化程度和病理变化，免疫组化 

指标减少肝脏 TGF—B】和 CTGF的表达。体内外试验均表明 

迷迭香酸有抗纤维化作用【 2]。 

迷迭香酸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具有抗炎、抗氧化、消除 

自由基作用与免疫抑制等多种药理作用和丰富的 自然资源。 

自由基的生成与许许多多疾病密切相关，诸如衰老、心脏病、 

动脉硬化、静脉炎、关节炎、过敏、早老性痴呆、冠心病及癌症 

等。抗氧化和抑制自由基的课题 日益成为研 究热点，对迷迭 

香酸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因此，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和 

市场价值，迷迭香酸可用作治疗 自由基引起的多种疾患。应 

进一步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选择合理而方便应用的制 

剂，研制成质量可控。稳定．优质的药物。以便更好发挥社会及 

经 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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